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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话说儒家》是首部以普及读本的形式，全立位展示儒家兴衰起落的内在原因及其治国功能的著作。
    作者运用大量翔实的史料，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多层次、多角度地再了儒家的历
史面貌，力图纠正长期以来人们对儒家的误读，使今天的读者能够更加客观地认识长期作为中华主流
文化的儒家思想文化。
    不少大中学生和青年人视儒家典籍为畏途，至今仍不知儒家思想文化为何物。
这一部儒家普及读物的出版，为了解国学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对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促进民族文化
复兴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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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玉石  1955年1月22日出生于福建莆田夹际山下一清贫农家。
1972年高中毕业后，当过农民、生产队长、汽车司机等。
1982年开始从事历史研究和长篇小说创作。
1990年因文学创作成就突出，被福建省人事局破格录用为国家干部。
现为莆田市文学创作室主任、专业作家。
中国作协会员，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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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文王重贤得人心  儒家源头更丰富　　被人们尊称为周文王的西伯姬昌，也是后来儒家最推尊的
古代圣贤之一。
周的始祖后稷为尧时代的农师，舜时代被封于今陕西武功西南，姬姓，是历史上开始种稷和麦的人。
周族的祖先在夏朝建立后，仍做夏朝的农官，到夏朝太康失国，才移到陕西旬邑戎人和狄人部落地区
居住。
周族擅长农业，所以到了西伯十二世祖公刘时，复修后稷之业，他带领姬姓族人在戎狄地区开垦土地
从事耕种，并在此生活了十几代。
到了西伯的祖父古公亶父时，因多次被戎狄地区“野蛮人”侵扰，他不忍用武力反击，便率领族人
离_丌陕西旬邑(豳地)，来到陕西岐山之阳的平原安营扎寨，在那里重新建立家园，修建城邑。
从此，姬姓部落的人被称为“周人”，所居地也被历史上称为“周原”。
古公直父是个德高望重又善于治理的部族首领，他在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对部族内部进行
了改革，继之按国家的建制，设立了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等官位，使周人向阶级社会迈进
了一步，而古公亶父自然也就成了这个新生国家的君主。
　　古公亶父开创了周国后，商王朝鉴于周能把这个原本是野兽出没、到处荆棘丛生的荒野，变成一
个人丁兴旺、土地肥沃、人民安居乐业的新国家，就把周国封为诸侯国，及至古公直父年迈病亡前，
把侯位传给他的第三个儿子季历。
这个季历，便是西伯的父亲。
季历也是一个德才兼备之人，所以在他治理周国期间，使周的影响日益扩大，附近地区的一些氏族部
落，相继归附于季历。
季历死后，姬昌作为季历的儿子，继承了周国的王位。
　　姬昌自幼聪明颖秀，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长成后身材魁梧，气宇轩昂，立志宏伟，以社稷和民
生为己任。
他虽然出身高贵，但能潜心读书，因而学问渊博，上通天文，下知地理。
又因他道德高尚、性情温顺、待人诚恳，故受到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奴隶的普遍尊重。
　　姬昌继位后，一方面继承先祖后稷、公刘发展农业的方针，一方面按照祖父古公直父和父亲季历
的办法，努力把周国治理得愈加强大。
纣王继位之初，因姬昌治国有方，就封他为西方诸侯的“西伯”。
　　西伯胸怀大志，当他在遭纣王囚禁于□里监狱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所念念不忘的，
仍是在自己有生之年，用超凡的智慧，把上古伏羲创立的八卦，扩演为六十四卦，并且还为各卦一一
做了卦辞。
后来周公又定了爻辞。
　　经文王与周公所传承的六十四卦，就是今存《周易》中的《易经》，而孔子所传《易传》，正是
对《易经》的研讨与阐释。
也就是说，孔子所定《周易》之《十翼》(即《易传》)，正是对文王与周公智慧结晶的继承与发展。
　　文王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就这样融入了儒家思想文化的源头。
　　再说西伯从菱里回到周国时，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
而亲眼目睹纣王荒淫无道的西伯，从此就把推翻纣王暴政、拯救天下百姓于水火，作为自己的头等大
事来做。
考虑到尽管纣王残暴无道，但商朝因为有五百多年的经营，所以国力依然强大，并且还有许多奸佞小
人死心塌地为纣王效劳，要推翻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绝非一件唾手可得的小事。
　　然而，再大的困难也难不住文王，他认为广施仁政和招贤纳士，是推翻纣王暴政最紧要之事，特
别希望能找到辅佐他最终战胜纣王的大贤才。
为此，他对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无论他的出身如何，文王都一一给予敬重和热情接待。
有时前来找他的四方贤人太多，他甚至连饭都来不及吃好，就搁下碗筷去接待贤才，到了这个地步，
还惟恐自己怠慢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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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王以如此的满腔热情招揽四方贤才，自然很快传为美谈。
因此，不但附近的能人纷纷跑到周国归附于他，就连商王朝的一些名臣，也相继弃暗投明，跑到周国
。
　　这样不到两三年的工夫，文王身边就有了一大批辅政的贤才。
但在济济人才当中，他总觉得还缺少一个他朝思暮想的大贤才。
就在他暗暗为此事着急时，一位白发老者神奇般地出现在文王的视野。
　　这一天，文王在出去打猎时，忽然看到渭水的南岸有个白发老者，拿一根直钩子的钓鱼竿悬在水
上钓鱼，随行的人觉得好奇，以为他是一个傻老头。
但文王却认为这老者能在这么喧闹的环境中泰然自若垂钓，定是非凡之人，于是他赶紧下车走到老者
面前，与他亲切地攀谈起来。
交谈中，文王被老者的满腹韬略所震惊，特别是老者劝他要推翻商纣暴君，只有像在这里垂钓一样，
一切从长计议的高见，使文王敬佩得五体投地，认为他就是自己苦苦寻求的大贤才。
于是，喜不自禁的文王，当即兴奋地对他说：“你这样有远见的智者，我们周国自老太公时就在盼望
了!”接着，文王当即恭恭敬敬地把老者请上车，随之掉转马头，把老者载回都城。
　　这位垂钓老者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姜太公(也称太公望)。
姜太公本姓姜，名尚，字子牙，又叫姜子牙。
他的老家住在东方，祖先在尧时当过大官，后与禹一起治水，立过大功，被封在吕，所以又姓吕。
到夏朝后，吕姓子孙逐渐分化，许多人成为穷人。
吕尚年轻时家道中落，沦为平民，但他才智过人，从小就十分好学，长大后足智多谋。
但终因家境贫寒，所以无人用他，使得他空怀一腔报国壮志。
后来为了维持生活，只好到商都朝歌宰牛卖肉，后又到孟津开酒铺，一直熬到年过七旬，仍是一个过
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的老人。
前不久，他听到西伯是一个广求贤士的明君，因此特意来到位于岐山西南渭水旁的一条慈泉小河垂钓
，等待着西伯慧眼识英才。
　　现在，姜太公终于如愿以偿了。
而西伯自得到姜太公之后，马上封他为国师，对他极为尊重，事事与他商量。
太公也不负所望，努力帮助他整顿政务，用各种计谋来动摇商朝的统治基础。
使得周文王在加强国内治理的同时，还与周边各小国联盟，使这些小国都归附于自己。
同时，他又对西面的一些对周国具有威胁的少数民族，进行征伐，以消除周的后患。
继之，他率师东渡黄河，消灭了山西长治西南的黎国，攻占河南沁阳一带的邗国，使周的势力深入商
的腹地。
接着，他又从容地回师，在陕西户县东灭掉商朝西部重要盟国崇，而崇国的诸侯，便是商诸侯最坏的
佞臣崇侯虎。
　　经过如此一番稳扎稳打的战争，周国变得越来越强大。
随着国力增强，周文王与姜太公商议后，决定把国都从陕西岐山，迁移到今陕西长安西北的沣水畔，
并在沣水西岸修建了丰京。
周建都于丰后，尽管文王因连年劳累，常卧病在床，但他仍推行敬老、慈少、礼贤下士的一贯作风，
与商纣的无道暴虐形成鲜明的对比。
到这个时候，天下三分，归向周者已占有二分。
本是依附商朝的诸多方国、部族，见状纷纷改臣于周。
甚至像商的老臣辛甲大夫等，也都投奔了周。
尤其是辛甲大夫，在劝谏了纣王七十多次而纣连一句都不听的情况下，一气之下弃商奔周。
　　P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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